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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长宁区蓝宝石路伊犁南路口附近

的多位居民向“新民帮侬忙”反映，数月来，

该路口持续夜间施工（见右图）。由于施工

持续至早上五六点，不间断发出刺耳噪声，

搅得他们不得安宁。

居民谢先生告诉记者，他家住黄金

城道555弄的古北华丽家族小区，楼栋紧

挨蓝宝石路，今年2月底，蓝宝石路靠近

伊犁南路的车行道开始施工。“他们施工

都在晚上，从晚上10点钟开始，一直要

忙到早上五六点。我家孩子刚刚出生才

2个月，现在每天一早几乎都要被像打雷

一样的噪声吵醒，啼哭不止，我们大人白

天还要上班，每天被吵醒后就再也睡不

着了，实在很痛苦！”谢先生无奈道，如今

他们只能将孩子移至客厅睡觉，远离靠

近路边的房间。

谢先生还透露，他们小区不少老人已年

过八旬，最近夜夜失眠，白天无精打采，日渐

憔悴。不仅仅是老年人不堪忍受，很多“小

年轻”也扛不住这样持续不断的“折磨”，在

业主群中大倒苦水。谢先生向记者展示了

其他居民用分贝仪检测的结果，可以看到，

即便关紧窗户，也能测得噪声值在60分贝

左右徘徊。

居民多方投诉反映，得到的回复是这

个工地办理了夜间施工许可证，属于“持

证上岗”。难道只要获得许可，就能如此

扰民吗？

记者从施工铭牌上看到，现场为“蓝宝

石路（古北路—伊犁南路）架空线入地和合

杆整治工程”，预计将于2023年5月31日结

束，施工单位为上海永达市政建设养护工

程有限公司。记者联系了项目施工的工作

人员，据他透露，该工程是长宁区市政管理

所多项工程统一安排的施工，其中有多家

单位都在实施。

“居民们的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但

是，我们选在夜间施工，也是综合了多方面

的考量。”他进一步解释，首先，是交通原

因，蓝宝石路、伊犁南路都是交通繁忙的主

要路段，如果白天施工，势必会影响车辆的

正常通行。“所以，交警部门告知我们

要在晚间施工。”其次，是安全

原因，由于来往车辆

和市民较多，如果白天施工，也不利于安全。

“从工程上来讲，我们在挖掘路面的时

候，声音最吵。不过，每天早上5点前，施

工会暂告一段落，我们会把材料和设备

都撤走，铺上减速带，恢复路面。”工

作人员表示，针对居民反映的问

题，他会立即告知现场施工负责

人，要求工人尽量做好围挡，

将设备轻拿轻放，尽量减少

噪声，最大程度降低对居

民生活的影响。

本报记者

陆常青

单车网点减少
七旬老人失落

李老伯今年70岁，他说自己是最早一

批办理宝山公共自行车卡的市民，当时凭身

份证在中国农业银行网点办理一张公共自

行车IC联名卡，就可以刷卡取车使用（见右

上图），然后在固定网点还车。骑车1小时

内免费，超过1小时则

按照1元/小时收费。

“公共自行车很方

便，尤其是对老年人很

友好。”李老伯感叹，自

己年纪大了，不会用智

能手机，没办法扫码使

用共享单车，还是使用

IC卡方便。平时不管

去超市，还是去菜场，

都习惯刷卡骑车。遇

到出远门，也是先骑车

到地铁站，再换地铁。

“我已经骑了至少五六年了，早就习惯

了。”李老伯表示，周围很多像他一样的老

人，都办了这张IC卡，大家都觉得用起来既

方便又实惠。但是今年以来，李老伯发现，

附近的公共自行车网点越来越少了。“以前

我们小区门口就有个租赁网点，结果几个月

前拆了，现在到最近的租车点，差不多要走

一站路。”李老伯忍不住抱怨，随着网点越来

越少，不仅取车比较难，还车也非常不方便。

就在前些天，李老伯得知了一条让他

更加失望的消息。“一名租车网点负责人通

知我，说下个月整个宝山区的公共自行车

都要停运了。”李老伯告诉记者，骑了几年

的公共自行车就要停运，他心里非常失

落。“我希望有关部门能否考虑到我们老年

人的出行需求，将这个项目保留？”

停运公告发布
退款退卡启动

李老伯所说的公共自行车，实际上是宝

山区政府部门打造的公益项目（见左下图，

李晓明 摄）。该项目采取政府租赁设备、企

业运营管理的模式，于2013年开始建设，

2016年完成区域全覆盖，由上海永久自行车

有限公司负责具体运营。

运营将近十年的公共自行车项目就要停

运了吗？记者从宝山区相关部门证实，该项

目确实将于2023年5月16日到期并终止，目

前已经发布了停运公告。该项目结束后，原

公共自行车IC联名卡不再具有租还车功能。

运营方永久公司也证实了停运消息，并

称目前正在拆除相关网点，在到期前将拆除

所有网点并回收车辆。相关统计数据显示，

宝山公共自行车项目手机用户14万，卡用

户6万多，其中卡用户以中老年人为主。

针对停运事项，相关退款退卡工作已经

启动。卡用户可至宝山区任意农行网点申请

办理关闭公共自行车租还车功能业务或注销

农行卡业务，原先预存的备扣金将返还至该

卡的主账户；手机用户可登录“永久单车”

App，点击“余额”，再点击“退款”，预存的金额

将在5个工作日内按照原充值路径自动退还。

共享单车冲击
建议融合发展

曾经，上海包括闵行、青浦、奉贤、宝山等

区域，均先后推出过公共自行车项目，因为解

决了市民“最后一公里”出行痛点，以及免费

骑行的公益属性，很受市民欢迎（见中图）。

但随着共享单车的横空出世，公共自行

车面临巨大冲击。其网点有限、取车还车

难、无法跨区域出行等弊端日益显现，逐渐

被更为灵活便捷的共享单车取代，一些区域

公共自行车也陆续宣告退场。

实际上，公共自行车和共享单车各有优

劣。前者由政府出资建设，自带公共属性，

将“便于管理”和“有序”置于重要位置。共

享单车则是完全市场化的行为，在便利市民

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城市管理的

成本。而且，近年来共享单车频繁涨价，也

让不少市民颇多吐槽。

李老伯的呼吁得到部分网友的支持。

有宝山地区网友直言，老人们之所以舍不得

公共自行车，一是因为不大会用智能手机，

二是因为舍不得那可以免费骑行的1小

时。而且宝山有些地区交通确实不大方便，

共享单车企业也不愿进入，这也造成了附近

居民对公共自行车的依赖。

对此，业内专家认为，城市公共自行车

完全依靠政府“输血”，运营成本高，效率也

有限，并非长久之计；但纯粹的市场化运营

价格不菲，偏僻地区的出行问题也难兼顾。

这就需要进行评估，对于仍有公共自行车需

求的地方，可以进一步优化布点，与共享单

车形成互补。需求明显不足的地方，则应当

明确退出机制，实现平稳过渡。建议加快与

共享出行方式的融合发展，加强自身“造血”

能力，让城市慢行系统良性发展，保障市民

出行的“最后一公里”。对此，“新民帮侬忙”

将持续关注。 本报记者 李晓明

老人呼吁保留公益项目
宝山公共自行车下月停运

家住宝山的李老伯向“新民帮侬忙”反映，家附近的公共
自行车网点越来越少，运营方称下个月将全面停运，这给习惯
骑车出行的他带来诸多不便。和李老伯一样，许多老年人也
发出了同样的呼吁：这样的公益项目能保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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